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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到，银发经济包含
“老年阶段的老龄经济”和“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两个方面。业内
人士指出，“备老经济”市场广阔，但针对老年群体的产品和服务也
需要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专业水平，市场期待专业力量进入。

从黑龙江佳木斯到海南三亚有4000多公里，这是90后小孟两
个“家”之间的距离：一个是她从小长大的家，一个是她给自己准备
养老的家。尽管才刚到30岁，她已经开始筹备自己的养老计划。

近年来，像小孟这样提前关注养老市场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其
他临近退休年龄的中年群体更是为养老做出诸多储备，“备老经
济”的参与者越来越多。

链接

1月22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发展银
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有关情况，
并答记者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
介绍，关于银发经济的内涵，包含“老年阶
段的老龄经济”和“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
两个方面。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从国家的规划引领看，发展银发
经济充分呼应并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财富储
备、人力资源、物质服务、科技支撑、社会环
境五个方面明确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制度框架，其中，对扩大健康产品服务、发
展养老金融、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打造老年
宜居环境等做出了部署安排。因此，将“预
备于老”的相关产业纳入银发经济范畴，是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框架下的
总体考虑。

其次，从个体的生命周期看，老年阶段
和未老阶段并不是割裂开的，应作为有机
整体统筹谋划。在未老阶段进行物质和财
富储备、健康管理，在老年阶段才能更好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比如，
推动老年人的健康长寿，要着眼于生命全
周期健康，将健康管理前移到中青年阶段，
为步入老年阶段后获得健康幸福的晚年奠
定良好基础。又如，从中青年阶段起就更
好地规划财富储备，通过发展多层次的养
老保障体系，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不
断夯实老年阶段的收入保障。

第三，从社会的代际传递看，银发经济
发展离不开各年龄人群的共同参与。家家
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老年人的当下需
求，将是年轻人的未来需要。社会共识的凝
聚，更多人群的响应，为银发经济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老百姓非常盼望居家适老
化改造“尽快推广”，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能
装尽装”，因为人老了上楼不方便，公共场所
的适老化改造尽量做到“不留死角”，互联网
应用适老化改造也要“进一步加强”。着力
解决养老服务的深层次问题，努力提高亿万
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也会为中青年砥砺奋进
减少家庭的后顾之忧。因此，培育相关产
业，促进代际和谐，既是发展银发经济的题
中之义，也是必要一环。 （央视网）

“预备于老”首次被纳入“银发经济”范畴

“备老经济”，如何下好养老“先手棋”？

“预备于老”涉及方方面面

小孟告诉记者，选择海南养
老的主要出发点就是自己退休后
的生活舒适度。她说：“东北人在
海南过年真不是段子，这几年老
家很多亲戚一过冬就去海南，因
为这里的气候舒适、水果种类丰
富，还有很多购物关税优惠。”

2023年 7月，她和丈夫通过
人才引进政策落户海南，随后的
时间便都花在如何继续在海南安
家，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好安
排。今年上半年的几个长假期
间，小孟都没有出门游玩，而是直
奔三亚看房。

和小孟一样忙着走访居住环
境的，还有居住在上海市长宁区

的方慧。今年52岁的方慧开始考
察起周边的社区食堂。“以前流行
叫养老食堂，现在更多的是社区
食堂，因为大家都可以来吃，我试
了几家，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小孟说。

尽管还没有到退休年龄，方
慧已经提前在做养老规划。她
说：“家里还有两位七八十岁的高
龄老人，等我和老伴退休后，既要
养他们的老，还要养我们的老，吃
穿住行都要考虑到。”

老年人的当下需求，将是年
轻人的未来需要。下好养老“先
手棋”不仅是广大群众的现实考
虑，也被写进了官方规划。今年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
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
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
件。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负责人
提到，银发经济的内涵被界定为
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
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
活动的总和。具体来看，包含“老
年阶段的老龄经济”和“未老阶段
的备老经济”两个方面。

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
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大约为
6%。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一项
研究报告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
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左右，占
GDP比重约10%。记者采访了解
到，其中不少产业就聚焦未老阶
段的产品和服务。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许女士，
最近就在忙着尝试家里的装修工
程，与其他房屋装修不同的是，她
的设计重点在于“家居环境适老化
改造”。据许女士介绍，小区在两
年前加装了电梯，还做了社区道路

的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出行创造
了许多便利。然而，房屋内部的适
老化却没跟上。为此，许女士打听
了多家装修公司，才通过网络渠道
找到现在这家进行室内改造的专
业团队。在施工前，对方入户做了
大量的拍照和测量工作，并专门和
老人、家属沟通具体的改造需求。

与此同时，对方还向许女士提
到升级版的家居智能化改造，让她
更加心动。“比如把老人的床换成
搭配智能监测机器的，这样老人卧
床太久，或者起夜太久，我们都能
收到提醒，还能记录睡眠质量、身

体数据等等。”许女士也向记者坦
言，购买这些器材投入的成本比较
高，暂时只能做空间上的改造。

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鼓励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家庭配备智
能安全监护设备，也是上述《意
见》在推进适老化改造方面所提
到的重点。该文件强调，要聚焦
多样化需求，培育潜力产业，包括
强化老年用品创新、打造智慧健
康养老新业态、大力发展康复辅
助器具产业、发展抗衰老产业、丰
富发展养老金融产品、拓展旅游
服务业态等一系列举措。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60岁及
以上人口超2.9亿，占全国人口的
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
2.1亿，占全国人口的15.4%。这
不仅意味着“备老经济”市场广
阔，也要求针对老年群体的产品
和服务，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专业
水平。

在“9073”养老格局下的各养
老场景中，因很多高龄、独居老人
就医困难而催生的陪诊服务需求
日益增长，专业人才队伍的短缺
是亟须破解的难题。4月19日，
2024年度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培
训在上海开放大学开班，主要面
向社区从事为老服务的工作人
员，包括社工、护理、管理等岗位
从业人员等开展培训。

据了解，在去年首轮培训的
课程基础上，此次培训课程内容
进行了相应的更新和完善，在基
础知识板块，增加了老年人生理
特点及陪诊风险防范相关课程；
在专业技能板块，增加了医疗急
救基础技能相关课程；此外，还完

善了陪诊实训教学，内容包括陪
诊的全流程实操演练及生命体征
观察、抱扶和搬移等技能操作。

上海开放大学非学历教育部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上海
的老年人口占比正在增加，该校
针对养老周期开展了评估师、照
护师、护理员、陪诊师等培训，就
是按照不同服务阶段进行细分。
目前该校正在起草《陪诊师从业
技能要求》和《陪诊服务规范》两
项团体标准，拟于本年度向社会
发布，将对陪诊师的综合素养、培

训内容、服务要求等提出细化要
求，以期推动陪诊服务的专业化、
规范化。

正如许女士在家居适老化改
造前期所遇到的情况，在更加细
分的“备老经济”领域，相关从业
者的专业力量尚且不足，消费者
也难以准确找到满意的产品提
供者。从需求的角度而言，许女
士认为：“当提供这些产品和服
务更多了，我们消费者才有选择
和比较的余地，价格也能更趋于
合理。” （工人日报）

有关产业布局广泛

市场期待专业力量进入

（视觉中国）

国家发改委：
银发经济包含“老龄经济、
备老经济”两个方面

20232023年年99月月1515日日，，一位老人在深圳智慧养一位老人在深圳智慧养
老展上了解适老化家居产品老展上了解适老化家居产品。。（（瞭望东方周刊瞭望东方周刊））


